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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IBM 如何提供帮助

通过利用数据专业知识、深层分析能力以及开放标

准，您可以创建全新的个性化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果，帮助毕业生在职场取得成功，同时确保优

化贵机构的基础设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欲了解有

关 IBM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ibm.com/education。

http://ibm.com/education


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取得丰硕经济成果的同时，人民

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帮助超过 5 亿人口脱贫，中国一举成长为高度城市化的

工业巨龙，成人识字率超过 95%，1 中国未来经济也将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在我们近

期开展的“未来中国”的调研中，受访的 1,150 名中国高管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均持乐

观态度。2 足有 93% 的中国受访高管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能以 5% 以上的年增长速

度继续发展，其中 23% 的高管甚至认为增幅可达 8% 以上。

但是，尽管存在以上诸多乐观因素，但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管担心企业欠缺获取新型必

要技能人才的能力。同时，他们还对更新和保持当前员工的能力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中国受访高管普遍认识到，技能至关重要。事实上，在近期开展的一项最高管理层调

研中，当问及对企业乃至中国整体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时时，高管们普遍将人员

技能列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3

技术推动转型

除上述面向 1,150 名中国高管开展的调研外，近期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还联合牛津经

济研究院，对 5,600 余名全球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导者进行了一项关于全球劳动力技

能的专项主题调研。在 5,600 名受访高管中，有 400 余名来自中国，代表所有主要

地区的 18 个特定行业。以下分析援引自这 400 余名中国高管的观点。（有关此调研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14 页的“调研方法”部分）。

利用人才

职场技能已然成为二十一世纪企业制胜的关键差

异化因素。二十世纪，制造实力、技术效率和组

织灵活性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三驾马车；而今，员

工适应以及采用尖端技术的能力成为建立经济领

先地位的核心要素。这种以技能为中心的模式给

中国扩大全球商业领先优势带来了巨大机遇。凭

借深厚的人力储备、先进的培养能力以及对技能

创新的承诺，中国领导者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机

遇，可以重新定义商业和行业格局，进而掌控全

球经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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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访高管意识到，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都对劳动力技

能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80% 的中国高管指出，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分析

和移动技术）将对未来 5 年企业所需的技能类型形成显著影响。73% 的中国高管表

示，快速发展的行业技术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还有类似比例 (72%) 的中国高管表示，
人工智能 (AI) 将促使核心职场技能的性质发生转变。

同时，中国高管还确定了新一轮技术浪潮将会带来的另外一些影响。他们尤其提到，这

些技术能够重塑客户的期望和行为，而且很可能重新定义行业结构和整体经济格

局。81% 的中国高管认为客户购买行为正在从完全以产品/服务为基础向以体验为基础

转变。80% 的中国高管认为他们的传统行业正在转型，85% 的中国高管表示未来将会

面临来自意想不到的新兴领域的竞争。

因此，足有 80% 的中国受访高管认为，自身企业采用的传统业务模式不再能够支持可

持续发展。70% 的中国高管表示，他们正在联合其他企业积极探索发展战略。85% 的
企业表示将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拓展各项能力。

80%
的中国高管表示，技术进步将重塑

技能需求

85% 
的中国高管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

境下，合作是培养必备能力的关键

与此同时，

81%
的中国高管指出，他们希望从企业

外部网罗新型人才以满足技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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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技能，我的技能 — 都需要更新升级

技术推动的颠覆大潮对职场技能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业技能需求和所

需技能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可用性越来越不确定。可用技能的质

量越来越参差不齐。

中国受访高管纷纷表示，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满足核心技术技能和计算机技

能的需求。71% 的中国高管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 (STEM) 视为所需的关键

技能，64% 的高管重点提到了计算机基本技能。大部分 (59%) 的高管将创新和创造

能力视为关键技能。

与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不同，中国高管认为，通过有计划的劳动力迁徙和整合的方

式，让新生代员工融入中国劳动力队伍是非常积极的做法（中国的比例分别为 82% 
和 73%）。4 将形成和部署劳动力技能视为社会契约核心要素的中国高管要多于绝大

部分其他国家/地区的高管。

当问及应当由谁来负责培养和保持劳动力技能时，足有 93% 的高管认为政府需要负

主要责任。81% 的中国高管表示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为广大毕业生传授必要技能，仅有 
55% 的中国高管认为由中等教育机构负责。71% 的中国高管认为毕业生或员工本人

也需要对自身技能负责。但是，仅有 34% 的高管提出由私营企业负责培养和保持所

需的职场技能 - 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主要地区。6

北大科技园支持技术转让和创新

北大科技园始建于 1992 年，是中国第一个国

家级大学科技园。北大科技园依托北京大学

强大的科研能力，旨在将科研成果推广到各

个行业，包括电子行业、生物科技等。它与

中国各个行业的领先企业紧密合作，建立了

科学创新生态系统，同时提供平台和服务，
帮助科研成果转让和产业化、高新科技企业

孵化、人才培养和资本投资。它已经在中国

建立了 10 个科技园，在美国硅谷建立了 1 个
科技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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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受访高管表示，他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毕业生方面付出的努力

感到比较满意，这些机构为毕业生在职场成功立足传授了基本技能。79% 的中国高管

表示高等教育可以有效拓展教育计划的获取渠道，增强学习体验，75% 的高管表示高

等教育能够有效更新课程和计划，紧跟技术变化的步伐。72% 的中国高管表示，高等

教育可以为个人提供必要技能，帮助他们参与职场竞争。

另一方面，受访高管不太确信教育机构能够为员工终身学习提供支持，并担心教育机

构难以为学生有效提供必要技能。仅有 45% 的中国高管表示，高等教育机构有能力

促进终身学习及持续技能培养。不足半数 (48%) 的受访高管指出，高等教育之前的教

育（如初中）也可以为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有效的准备。

中国雇主比较重视招聘具备所需技能的新员工为企业效力。81% 的中国高管表示他们

会面向社会积极招聘新型人才，72% 的高管提出将大力推进新型学徒制度及类似的职

业发展规划。

不过，尽管经过种种努力，中国企业领导者依然对劳动力技能表示担忧。78% 的中国

高管表示，他们仍在为了让技能保持最新状态而疲于奔命。75% 的中国高管表示，尽

管已尽最大努力，但仍难以找到具备适当技能的员工。72% 的中国高管认为企业在核

心技能方面存在巨大的知识空缺，即使新员工也无法弥补。半数受访高管表示，在保

持长期员工技能相关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受访高管中，仅有 
29% 认为企业的商业文化足以支持员工的职业发展。

士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面向全体员工加

速人员和专业培养

士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实习岗

位供应公司，与 600 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

系。该公司通过国内高校与合作伙伴，为学

生提供培训和教育项目，帮助学生提高职业

技能，实现个人发展。2007 年，士亚商务咨

询公司开始试点项目，仅推荐了 20 名实习

生，但近年来，该公司输送的实习生数量已

逾 7,000 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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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中的反差

我们的分析表明，全球企业领导者似乎并未清晰洞悉企业面临的真正技能挑战。例

如，有 71% 的中国企业招聘人员认为无法找到具备足够实践经验的求职者，72% 的
中国受访行业领导者提到新聘员工的核心技能不足是企业面临的最严峻业务挑战（没

有之一）。但当问及这些高管对技能质量和可用性是否有信心时，他们却称当前的需

求缺口较小。二者形成显著反差。

尽管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如 STEM 或计算机技能）相较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美

国）更低，但当问及更广泛的技能可用性和数量的概念时，中国高管的表达或许显得

有些过于自信（见图 1）。当问及自身具体情况时，中国高管对自己在寻找具备适当

经验和质量的员工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但问及整个国家的总体技能质量和可用性

时，似乎又并不认为存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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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能质量和可用性信心度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6 年全球技能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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